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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诗词文化海外口语传播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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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诗词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哲学与美学价值。随着全球化的推

进，如何有效地将这一文化瑰宝传递给国际受众，成为文化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海外中文教

育的现状，结合跨文化交流理论，提出了基于数字平台、语言教学及文化交流活动的三大口语传播路径，旨在促

进中华诗词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接受，增强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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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诗词，以其独特的韵律美、文化内涵及艺术魅

力，堪称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实施及全球汉语热的持续升温，中华诗词文

化的海外传播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然而，由于语言

障碍、文化折扣、艺术鉴赏门槛等因素，中华诗词在海

外的传播效果并不理想，许多海外受众对其了解有限，

甚至存在误解。基于此，探索适合海外受众的口语传播

路径，对于提升中国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文化交

流与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得益于当今的技术环境，互联网成为了国际文化传

播的一大主要阵地，有学者认为利用互联网的传播优势,

对中华元素进行数字化艺术传播,是新时代之下的顺势

而为,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董甜甜，2019）

还有学者从汉字的角度，分析海外共情传播的可能。（刘

立成，2020）也有学者认为新媒体路径的天然优势在于

视听文化与交际传统方面的互为适应，提出了诗歌在数

字化、游戏化、社交化、移动化以及市场化的新媒体场

域中传播的建设性路径。（张鹏霞，2022）

1 数字化诗词资源建设

建设数字化诗词资源是推广中华诗词文化的基础

性工作之一。传统的诗词数字资源建设往往是通过收集、

整理、分类和标注等方式，将中华诗词文化资源进行数

字化处理和存储，方便用户检索。这种方式尽管提供了

便利，但对用户自身的诗词文化基础水平和动机有隐性

要求。

而另一方面，李子柒等博主在海外传播取得的成功

先例有力说明了基于网络平台以音视频的形式传播中

国文化的优势及潜力。基于此，本研究结合师生的专业

优势，分别从音频、短视频及微课三方面进行了中华诗

词文化的数字资源建设与探索。

1.1 双语诗词诵读

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以其无远弗届的传播力，成

为了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我们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整

合了学习强国、Youtube 等社会资源，策划并实施了双

语诵读作品的海内外传播研究。该研究旨在通过双语播

音学生的专业诵读，将中华诗词的韵律美与意境美以声

音的形式传递给全球受众，搭建起一座连接古今中外的

文化桥梁。

为实现这一目标，本研究精心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

中华诗词作品，同时在声音演绎方面，团队遴选了一批

双语播音学生，不仅掌握中英文的声音表达艺术，还具

备对诗词深刻理解和演绎的能力。在他们的诵读下，每

一首诗词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跃然于听众的耳畔。

在传播渠道上，我们选择了学习强国、YouTube等

海内外知名平台，这些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和广泛

的国际影响力，能够确保双语诵读作品在国内及海外尽

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曝光和传播。我们还利用社交媒体

等新媒体工具，通过分享、转发、评论等方式，形成圈

层传播及口碑传播效应。

1.2 诗词主题微课资源的建设

鉴于诗词理解的复杂性，本研究结合双语播音师生

的专业优势，设计了一系列诗词主题微课资源。这些微

课以短小精悍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解析诗词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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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境遇及修辞隐喻等，旨在帮助受众理解诗词的深层

含义。

微课在内容的策划上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综合考虑诗词的历史发展脉络、主题、风格等因素。同

时，本项目注重微课的实用性和趣味性，通过案例分析、

互动等方式，激发受众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微课的制作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如动画、绿幕抠

像技术等，为学习者提供更加直观、生动的视觉体验。

同时，微课作品采用了双语对照的方式，既保留了诗词

的原汁原味，又方便了海外受众的理解和学习。

在传播上，我们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

上方面，我们将微课上传至在线教育平台，供全球学习

者免费观看和学习。线下方面，我们与国内外学校、图

书馆等教育机构合作，举办诗词微课讲座、研讨会等活

动，将微课资源引入课堂和社区，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

和覆盖面。

通过诗词主题微课资源的建设，我们初步将中华诗

词文化以微见著的方式呈现给了国际受众，让他们在学

习和欣赏中感受到了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同时，这一项目也为中华诗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和动力。

1.3 社交媒体与音视频传播

创作并播出诗词主题的广播剧、短剧，是打破语言

壁垒、展现中式美学、推广中华诗词文化的创新方式。

本研究认为结合双语播音师生的专业优势，利用 TikTo

k、YouTube等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制作并发布关于

中华诗词的趣味短视频等内容，是推广中华诗词文化的

有效方式之一。

在广播剧创作中，团队带领学生选取经典诗词作为

故事蓝本，通过改编和创作，将诗词中的情感和历史文

化背景融入剧情之中。双语播音学生可以利用其语言优

势，分别用汉语和外语进行旁白和角色配音，使不同语

言背景的听众都能理解和感受诗词的魅力。同时，通过

音效、音乐的巧妙运用，营造出符合诗词意境的氛围，

使听众仿佛置身于古代文人墨客的世界之中。

在短视频方面，本研究通过创意包装和故事化叙述，

结合当下流行的元素和话题，创作具有趣味性和互动性

的短视频内容。如请学生创作诗词主题的高质量短剧，

用剧情的方式沉浸式地还原诗词的意蕴，同时发挥专业

优势在剧中插入相关诗词的学生诵读，或邀请播音名师

进行诗词朗诵或解读，通过以演绎替代讲解的方式吸引

观众的关注。同时，还利用动画、音乐等元素进行包装

和渲染，提升视频的视觉效果和吸引力。同时，通过精

心设计的场景、服装和道具，作品可以还原古代社会的

风貌和诗词中的场景。这种视听结合的方式，不仅能让

观众更加直观地理解诗词的内容和意境，还能让他们感

受到中式美学的独特魅力。

为提升广播剧和短剧的传播效果，创作者利用网络

平台进行推广和传播。通过社交媒体、视频分享网站等

渠道，将作品发布给全球观众。同时，还可以与海外中

文教育机构、文化中心等合作，将作品作为教学资源或

文化活动的一部分进行推广。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

吸引更多国际受众关注和了解中华诗词文化，还能够提

升双语播音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2 汉语教学传播路径

2.1 对外汉语课堂中的诗词教学

结合本团队教师的对外汉语传播背景，研究将中华

诗词融入海外汉语教学课程，作为推广中华诗词文化的

有效途径。首先，针对教学对象的学习需求及学习能力

设计专门的诗词学习模块，结合汉语教学的不同阶段，

循序渐进地引入诗词内容。初级阶段，团队选择简单易

懂、朗朗上口的诗词，通过诗词的韵律美和意境美，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中级阶段，可引入更多具有文化内

涵和哲理深度的诗词，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诗词背后的历

史背景、作者情感及文化寓意。高级阶段，还可以进行

《庄子》、《烛之武退秦师》等较难经典的教学，让学

生感受中华文化的智慧与哲思。

在教学方法上，本团队采用情景教学法、互动式教

学等多元化手段，使诗词学习更加生动有趣。例如，通

过模拟古代文人雅集的场景，让学生扮演诗人角色，进

行诗词朗诵、创作和品鉴，增强学习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同时，教师还注重诗词的讲解与翻译，避免文化误读。

2.2 诗词朗诵与创作工作坊

朗诵比赛与创作工作坊是提升海外汉语学习者诗

词素养和创作能力的有效平台。通过组织定期的朗诵会

和创作工作坊，邀请当地汉语学习者及对中国文化感兴

趣的外国友人参与，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自我、交流学

习的机会。

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鼓励学生参加诗词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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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邀请本专业的学生进行发音、语调、停顿等朗诵

技巧的示范和指导，帮助海外学生更好地把握诗词的韵

律美和意境美。

在创作工作坊中，本团队针对学生的水平与喜好，

进行诗词专题活动设计，如结合《天净沙》等以白描为

主的较为适合仿写的诗词，鼓励学生尝试通过模仿、改

写、创新等方式进行诗词创作，提升他们的汉语表达能

力、参与感及获得感，为学生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同

时，还可结合当地的文化背景和受众需求，进行有针对

性的讲解和讨论，增强讲座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 文化交流活动路径

3.1 国际文化节

举办国际文化节或展览是推广中华诗词文化的有

效方式之一。随着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海

外人士亲身来到中国，进行留学、商务交流、近期爆火

外网的中国旅行（China Travel）等交流活动。针对这

些友华、在华人士，我们也尝试通过线下交流的方式，

让他们更近距离的感受中华诗词及中华文化的魅力。

为了更加深入和全面地传播中华诗词文化，同时结

合地域特色，我们在国内外合作院校联合开展“中国诗

词及地域文化”相关的国际文化节。这一活动旨在通过

诗词这一文化载体，展现中国不同地域的文化风貌和人

文情怀，吸引国际友人的积极参与和关注。

在国际文化节期间，团队通过诗词朗诵、诗词主题

歌曲演唱等形式，让国际友人亲身体验中国诗词的韵律

美和意境美。除诗词活动外，活动还结合了地域文化特

色，展示了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传统手工艺和美食等。

通过现场表演、展览和互动体验，让国际友人更加直观

地了解中国不同地域的文化魅力。这种将诗词与地域文

化相结合的方式，不仅丰富了文化传播的内容，也增强

了文化传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在活动的筹备和实施过程中，团队及双语播音专业

师生积极与国内外合作院校、宣传机构和企业等建立合

作关系，共同扩大活动的外延、内涵及辐射范围。通过

多方合作，我们整合了资源，提升了活动的质量和影响

力。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国际友人作为嘉宾和参与者，

让他们亲身体验中国诗词和地域文化的魅力，促进了中

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3.2 诗词主题影视、音乐鉴赏活动

影视、音乐鉴赏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一环，能够以

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将中华诗

词的精髓传递给海外受众。团队将诗词主题影视作品的

视觉叙事与诗词主题音乐作品的情感共鸣，将诗词的意

境、情感与文化背景进行多维度、立体化的呈现，极大

地增强了诗词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诗词文化活动可

包括诗词主题影视作品、诗词音乐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通过组织专业团队进行策划和实施，确保活动的专业性

和吸引力。同时，还可邀请当地的文化机构、学校及社

区等组织参与，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和参与度。在诗词主

题影视作品的鉴赏活动中，我们精心挑选了多部以中华

诗词为创作灵感的影视作品，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中对古典诗词的巧妙引用，《长安三万里》中对唐

代诗歌的诗意再现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中华诗词的

艺术魅力，还通过剧情的推进和角色的演绎，让观众更

加深入地理解诗词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通过组

织观影会、影评分享等活动，我们引导海外受众从多个

角度思考和理解诗词，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同时，如诗词主题卡拉 ok 大赛、诗词音乐会活动

也是能增强推广中华诗词文化趣味性的重要方式。团队

结合对外汉语教学课堂活动，或利用国际文化节的机会，

带领海外受众接触到诗词主题的音乐、影视等艺术形式，

如带领学生、文化节参与者跟唱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

别》、影视剧《知否知否》的主题曲等。给诗词主题影

视、音乐鉴赏活动打下基础。后将中华诗词与音乐相结

合，展现出多种艺术形式共同交织出的中华诗词的独特

魅力。这些作品不仅保留了诗词的韵律美和意境美，还

通过音乐、影视的渲染和表达，赋予了诗词新的生命和

活力。在鉴赏活动中，观众可以通过聆听和感受音乐，

更加直观地理解诗词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从而加深对

中华诗词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同时，鉴赏活动会插入如

情景剧演绎、汉服试穿、诗词歌曲卡拉 ok等互动环节。

还可举办诗词文化体验活动，让海外受众通过亲身

体验感受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例如，可组织诗词主题

旅游活动，带领游客参观与诗词相关的历史遗迹、文化

景点等，了解诗词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寓意。同时，

还可安排诗词创作体验活动，让游客在专业人士的指导

下尝试诗词创作，感受创作的乐趣和成就感。

此外，我们还拟通过线上平台，如社交媒体、视频

网站等，进行诗词主题影视、音乐作品的推广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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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作短视频、发布影评和乐评等方式，吸引了更多

海外受众的关注和参与，形成口碑传播效应。

这些活动不仅能扩大诗词文化的影响力，还为海外

受众提供了一个便捷、高效的了解和学习中华诗词文化

的渠道，从而为中华诗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和动力，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多元路径的实践，探讨了中华诗词文化

通过口语海外传播的有效性，包括数字化诗词资源建设、

汉语教学传播路径以及文化交流活动路径等多个方面。

通过深入分析当前海外中文教育的现状和文化传播的

特点，我们提出了基于数字平台、语言教学及文化交流

活动的三大口语传播策略，旨在促进中华诗词文化的国

际传播与接受。

在数字化资源建设方面，我们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

的优势，通过双语诵读、微课资源及社交媒体传播等方

式，将中华诗词文化以声音和视觉的形式推向了世界舞

台。在汉语教学传播路径中，我们将诗词融入海外汉语

教学课程，通过情景教学法、朗诵比赛及创作工作坊等

形式，提升了海外汉语学习者的诗词素养和创作能力。

在文化交流活动路径中，我们举办了国际文化节、诗词

主题影视及音乐鉴赏活动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让海

外受众通过亲身体验感受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

中华诗词文化的海外传播仍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

我们应继续深化与海外中文教育机构的合作，拓展文化

传播的渠道和平台，提升传播效果和质量。同时，我们

还应注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专业

人才，为中华诗词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通过不断努力，我们相信中华诗词文化将在海外焕发出

更加绚丽的光彩，成为连接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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